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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

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文章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文章指出，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要

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

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要深刻领

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

领导的自信。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

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

的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

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

的道路。

文章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

要。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

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

精神力量。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

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

文章指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培育形成了一

系列各有特点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

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宝

贵精神财富。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

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

品德。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

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赓续

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7月3日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

节点，回望光辉历史、擘画光明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

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

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

指南。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

神上来。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七

一”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

伟大成就；以豪迈的自信、激昂的壮志，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郑重宣示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坚定决心，深刻阐述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为党和人民争

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 （下转第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

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1日至2日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参加了党中央

召开的庆祝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表示，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把党史学

习研究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信

心和力量。

这次理论研讨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研讨会期间，代表

们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进行了充分交

流，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和深远

影响的认识，加深了对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伟

大功绩、宝贵经验、实践启示的认识，加深了对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重大意义的认识，加深了对在新征程上夺取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胜利信心和决心的认

识，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工作的历史责任。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贯穿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

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理论界要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做好讲话精神研究阐释工作，推动把

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增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思想和行动

自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

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和

专家学者16人作了大会发言。研讨会主办单位负

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和部分理论研究机构、地方

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等，共约220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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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中宣部3日在京召开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电视

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

实践要求，以高度政治自觉传扬百年光辉历史、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激发磅礴奋进力量，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饱含深情，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

高历史使命和强烈历史担当，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

献，是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宣言书，矢志复兴、

接续奋斗的时代动员令。

黄坤明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宣传

讲话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精神，大力宣传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壮举，宣传党领导人民

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铸就的伟大精神，宣传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原则遵循。要统筹学习教育、宣传宣讲、研究阐

释、对外宣介，推动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激

励全党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伟大号召，在新的赶考路

上创造新业绩、书写新篇章。

黄坤明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实践要求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

性，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

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高度评价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讲话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一定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牢记“国之大者”，豪情满怀踏上新时代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

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百年来我们党带领

民族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

史册，必将成为光耀千秋的宝贵精神财富。

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光辉百年奋斗，铸就了光荣千秋伟

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的精辟概括。伟

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党能团结带领我们各族人民，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就是凭着一股强大的精神。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一定要发挥独特优势，赓续红色血

脉，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

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

一百年的奋斗，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中国共产

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

利，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目标，

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中国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

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百年来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始终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不断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亿万人民

奏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行动号角，指明了在新时代新的赶考路上必须坚持的

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目标方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艺是时代前进的

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文艺大有作为，大有可为，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

答卷，为建成文化强国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文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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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辛（中国作协副主席）：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倍受激励和感奋的同时，

愈发坚定了我为祖国和人民潜心创作的信念。我已经70多岁了，写了一辈

子，始终认为，作家的名字是写在广大读者和人民心上的。我还将秉承这一

信念，继续锲而不舍地写下去。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全程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入耳入心，百感交集，振奋鼓舞。这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份面向世界的政治宣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执政

党对全人类的政治公告。这是一份分量极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将是共产主

义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金句迭现，警句频频，是一个

百年大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宣誓，也是与人民休戚与共、心心相印的告

白。作为一名“光荣在党50年”的文坛老兵，尤其是参加过2014年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作家，再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光荣和正确。砥砺前行，光明在前，用我们手中的笔，表现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是每一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即兴写了

一首小诗：“百年芳华犹绝代，血火淬锻栋梁材。青春满眼党旗猎，后辈如潮

踏阵来。”这是我的心声，也是聆听总书记“七一”讲话最直接的感受。

徐贵祥（中国作协副主席）：

7月1日上午，眺望天安门广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心情激动，热

血沸腾。将近一百年前，毛泽东同志昂首向天：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近一

个世纪过去了，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

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经过千年万年，走过万水千山，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光明

大道，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向历史和世界证明了，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战

胜一切艰难险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内政和国

际事务、应对各种挑战的决心，落地有声，气贯长虹。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在热爱和平、追求进步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目的

一定能够实现，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王跃文（湖南作协主席）：

7月1日，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个有36年

党龄的党员，深感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和骄傲，一个中国人的幸福和自豪。

讲话是一份十分优异的历史答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过去一百年，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四个“伟大成就”跨

越党百年奋斗伟大历程，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这充

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讲话是一份十分坚定庄严的宣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年伟业的豪迈宣言，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提出了伟大的建党精神。讲话

还是一道催人奋进的进军令，令人倍感振奋。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和文学

组织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信心百倍、使命光荣。我将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争取多

写几部好作品。同时，组织广大作家潜心创作，讲好新时代故事，镌刻新时代

形象，传递新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关仁山（河北作协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我们伟大的党，为了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而奋斗，不忘初心，舍生忘死，带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没

有路的地方劈出远方，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一名作家，欣逢这样的新

时代，何等幸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学必须与时代和人民走到一起，

艺术表达新时代进程，才会有无限的生命力。这是新时代的召唤，也是党

的要求和人民的希望，更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学照亮生活，文学记

录新时代。文学是弘扬传统文化、引领民族精神前进的灯火。我们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发现生活，获得

对时代的总体把握，自觉投入到抒写新时代的史诗性创作中，为重建人类

美好精神家园而努力创作。

汪兴国（江苏作协党组书记）：

7月2日，江苏省作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畅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初步体会。大家一致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宣

告实现、为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感到自豪，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圆满交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答卷充满信心和憧憬。

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从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中汲取前进伟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赓续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

的红色基因，着力强化重大主题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组织工作，引导广大

作家以文学来生动记录和形象再现党的恢宏史诗，用心用情书写我们党所

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要全面贯彻党的文

艺方针政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工作的根本

遵循，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

育，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文学

滋养和精神力量，引领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书写时代、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认真实施文学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推动

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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